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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服务提供是支撑社会消费支付能力和信贷能力的制度条件。
在转型社会的语境下，中国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需要来自公共服务消费者的认同和支持，只有进行“公众赋权”，来自既得利益共
同体的阻力才能有效突破。
事业单位改革需要用“多中心治理”的方式来填补政府过度监管力量退出后产生的秩序和权威真空。
事业单位改革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定执行机构和公务法人的组织机构制度。
本书将在操作层面提出改革后事业单位组织制度运行的建议。
　　事业单位应通过预算民主开源节流，其收费和定价应得到有效控制，应通过强化绩效审计和公众
信息披露来降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监督成本。
事业单位职工薪酬和养老制度改革的社会化是大势所趋，应在转轨过程中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其中
按照年龄和资历区别对待的聘用方式改革的试点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本书翻译了英国关于公共机构设立和监管的部分操作规程，供读者对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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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又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对其业务活动的监督和约束。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关系是我国事业单位体制的核心关系。
“政事不分”既是目前事业单位体制需要改革的基础原因，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源。
“政事同盟”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
任何事业单位都有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的领导也由政府部门领导直接任命。
政府不能从事经营性活动，而事业单位却在挂靠政府部门中得到诸多好处，如信誉资源、行政保护等
等。
当“政事同盟”面临威胁时，其各自拥有的差异且互补的资源，更有利于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
这是造成当前公共利益部门化、泛政治化的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
　　因此，“政事分开”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这点已经得到公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明确将“实行政事分开”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指导原则之一，在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主张“从有利于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和
政府有效监管出发，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各地方的改革实践证明，只是从编制、人事和财政等方面进行事业单位改革，而不是从根本上触
及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解决“政事关系”，那么改革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就是必然的。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方向要求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要由微观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宏观综合
管理上来，从过去以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转到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
上来。
政府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职责主要是政策引导，管好领导班子（或只管法定代表人），监管国有资
产，并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事业单位的独立运作权，使其能够自主决定本单位的发展规划，独立开展
活动。
通过改革，应达到如下目标：一是把政府部门从“办事业”中解脱出来，使政府行政部门集中精力履
行社会管理监督职能；二是解决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分割的问题，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统筹能力和管
理水平，政府部门不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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